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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游戏

早上八点整，北上和南下两列火车都准时通过同
一条单线铁轨，为什么没有相撞？

小丽买了一双漂亮的鞋子，她的同学都没有见过这双鞋了，
于是大家就猜，小红说：“你买的鞋不会是红色的。”小彩
说：“你买的鞋子不是黄的就是黑的。“小玲说：“你买的
鞋子一定是黑色的。“这三个人的看法至少有一种是正确的，
至少有一种是错误的。请问，小丽的鞋子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玲玲和芳芳经常在一起玩，有一次，有人问她们：“你们俩
经常在一起玩，这次期末考试你们谁的成绩好？”玲玲说：
“我的成绩比较好一点。”芳芳说：“我的成绩比较差一
些。”她们这两个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没有说实话。那么，
到底她们谁的考试成绩好？



花半秒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
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
截然不同的命运。
                                       
                 ----电影《教父》台词



思维质量决定人生质量。逻辑思维是智商核心。

迅速看透事物和问题本质的能力，就是逻辑思维能力，是个人在社会中立
足和有所成就的核心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是指正确、合理思考的能力。即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
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采用科学逻辑方法，准确而
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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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好处

提升看透本质能力 
提升自身强大说服力 
提升个人职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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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
质，清晰的剖析事情
发生的原因、背景和
预判未来的趋势，帮
助我们更加轻松的驾
驭遇到的人和事。

提升看透本质能力
说服能力的高于低并
不在于说服手段的华
丽与否，而是在于思
维逻辑缜密性。思考
越缜密，在说服过程
当中就更能一语中的，
你就更容易说服别人，
建立自己职场影响力。

提升自身强大说服力
企业对于人才能力的要
求越来越高，成为一个
不可替代的人，价值就
会越来越大。而逻辑思
维能力是最核心的能力
之一，你比别人总是能
看的透、说的对、想的
远，在职场当中的竞争
力就会越来越大

提升个人职场价值



PART TWO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

同一律  矛盾律  排中律  



2.违反同一律要求的逻辑错误

3.同一律的作用及其运用时应注        
的问题

1.同一律的内容和要求

保持思维过程中概念、论题的确定性。
同一律，就是要我们自觉地保持同一思维过
程中概念判断的确定性，避免混淆概念、偷
换概念而导致思维混乱。

（一）同一律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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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与其自身是同一的;既“A就是A”。
要求: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概念都要确定,并保持自身的同一,不得随意变更。

1.同一律的内容和要求

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并用一个概念代替已经使用的另一个概念。
表现为:1)随表达需要而随意变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2)将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中表达的不同概念混为一谈；
偷换论题: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改变原来的断定内容,或
者用另一断定代替之。表现为:
1)在思维中,用一个与原来相似但不同的命题代替原来的待断定命题；
2)思考或谈论问题时,没有中心论题或者远离中心论题。

2.违反同一律要求的逻辑错误

1)只要求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保持确定；
2)并不否认思维的发展变化；
3)仅仅在思维领域里起作用；

3.同一律的作用及其运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举例：“人已经在地球上存
在了几百万年，而你却仅仅
才几十年，所以你不能称得
上是人。”这句话有没有问
题？肯定是有，那问题出在
哪里？



2.违反矛盾律要求的逻辑错误

3.矛盾律的作用及其运用时应
注意的问题

1.矛盾律的内容和要求

矛盾律就是指两个相互否定的思想，不
可能都对，一定有一个是假的。

（二）矛盾律，训练识别矛盾的概
念和判断，透过现象看本质。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02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02

内容: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真,必有一假;既“非(既A又非A)”；
要求:同一思维过程中,不能对不能同真的命题(矛盾关系、反对关系)同时加以肯定。

1.矛盾律的内容和要求

自相矛盾:同时肯定了互相矛盾的命题；
悖论: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即通过一个命题的真,可以推假,而通过它的假,又可推真。

2.违反矛盾律要求的逻辑错误

1)仅对于一个思维过程,即同一个时间、地点的同一对关系；
2)并不否认客观世界事物之间的矛盾；
3)矛盾律对于下反对关系没有制约作用；

3.矛盾律的作用及其运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举例：每到春节临近，电视
台总会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广
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
礼只收脑白金。”



反对关系02

上反对是指两个命题必有一假，可以同假;下反对是指两个命题必有一真，可以同真。

命题A:"有的花是有毒的"与B:"有的花是无毒的"二者是不可能同时为假的，必有一真。
因为如果前者为假，则得出"所有的花都无毒"，后者为假，则得到"所有的花都有毒"，这两
个结论不可能同时成立。

因此这两个命题A、B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另一方面，A与B可以同时为真，如"有的花有毒
同时有的花没有毒"成立则A、B同时为真。这时A与B被称作下反对。

反对关系又分为上反对关系和下反对关系

例如：由"有的中国人喜欢喝茶"为假可以得出"有的中国人不喜欢喝茶"为真，
但由"有的中国人喜欢喝茶"为真，却不能确定"有的中国人不喜欢喝茶"的真假。



2.违反排中律要求的逻辑错误

3.排中律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排中律的内容和要求

排中律，就是两个自相矛盾的观点，一定有
一个是对的，没有“都不对”这种中间状态。

（三）排中律，寻找正确且具有影
响力的观点。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02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02

内容: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即“要么A要么非A”；
要求:同一思维过程中,不能对不能同假的命题(矛盾关系、下反对关系)同时加以否定。

1.排中律的内容和要求

两不可:对于相互矛盾的命题同时不予肯定,或者含糊其辞；
复杂问语的回答与排中律:回答复杂问语时可以通过否定前提同时加以否定。

2.违反排中律要求的逻辑错误

1)应对于一个思维过程,即同一个时间、地点的同一对关系；
2)排中律陈述不可同假,矛盾律陈述不可同真；
3)排中律并不否认事物相互转化的中间形态；
4）反证法是运用排中律的有效手段。

3.排中律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02

反证法

“反证法”，既然两个相对矛盾的观
点一定有一个是对的，没有“都不对”
的最中间状态，那只要我们证明哪一
个是错的，就可以得到哪一个是对的。

比如“企业重用创始人团队，比空降
外部高管，更容易让企业基业长青”，
这个事情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就可
以用反证法。

如何用好反证法？三个步骤，反设、
归谬、存真。

① 反设，就是反过来假设观点
不成立。也就是“企业空降外
部高管，比重用创始人团队，
更容易让企业基业长青。”

② 归谬，通过诸多优秀企业的分析，空
降高管让企业基业长青的案例并不多见，
反倒是重用了创始人团队的企业，往往
能够长期稳定发展。

③ 存真，所以说“企业重用创始人团队，
比空降外部高管，更容易让企业基业长
青。”举例：经常有人说，“我认为我们公司还处于创业期，不需要过多的关

注KPI（关键绩效指标），但也不是说KPI对于创业团队不重要。”这句
话听下来就完全蒙掉了，那KPI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是要关注还是不
关注呢？说这种话的人自我感觉自己非常辩证，滴水不漏，但是这并没
有给出明确的指向性答案。这里就需要用到排中律。



PART THREE
 构建结构化思考框架 

基本路径   基本要求



结构化思维就是将零碎的信息归纳梳理到系统化的层级分明的结构当中，从而更
全面地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考模式。

一眼看透本质，一语就能中的的洞察力，对很多人来说难度系数极高，必须通过
长时间的刻意练习而获得。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很多人在分析问题时，并不
是为了找到真相，而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而只有当你不满足于第一
个蹦到脑海里的答案，不满足于大家都认为对的答案，多问一个“为什么”，就
具备了“第二层思维”。

构建结构化思考框架 03



（一）结构化思维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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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观察现象，提出问题，通过第二层思
维思考，得出结论；
演绎：从结论出发，提出一系列的预测，通
过搜集经验、事实和证据来验证理论的正确
性。
这是两条基本的认知事物和思考的逻辑法则。

简单通俗来说：归纳，是把具备某种相同属
性的事物，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寻找共通点。
演绎，是把互相之间形成影响的因素，按照
事物因果顺序、时间先后顺序，重要程度顺
序排列出来，再寻找突破口。工作中所有的
问题，你都可以把它用演绎或者归纳的形式
进行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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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是归纳（龙，凤，老鼠各为一类）。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演绎（由太极开始，向后递推的顺序）。

一个人，就是在一次次的“归纳和演绎”中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洞察本质，不断成长。
面对泛滥信息，依然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判断，他们依然可以
一眼看透事物的本质，从而作出更加正确／长远的决定。
逻辑思维的过程，是化繁为简，目的，是找到解决方法。因此，所有和“寻求解决方法”
无关的信息，都是无用信息，都需要剔除。



（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  1.Be M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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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E取自“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中文意思是相互
独立，完全穷尽。
相互独立，意味着将能够影响问题的原因拆
分成有明确区分，互不重叠的各个因素。完
全穷尽，意味着全面周密，毫无遗漏。

特征一：一篇文章的结构必定只支持一个思
想，这个思想将概括所有各级各组的思想。
特征二：任何一个层次上的思想都必须是其
下一层次思想的概括。
特征三：每组中的思想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
特征四：每组中的思想都必须按照逻辑顺序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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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MECE 法则是，首先一定要确保不冲突，一旦
提供的证据相互冲突，那么，十有八九结论通不过。
然后是不重叠，论据相互重叠时，关键是要去除重叠
的部分，比如把论据拆小，去除重叠的内容，去除不
确定的内容，解决不重叠的有效方法就是论据拆分。
最难的是不遗漏，我们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包含方方
面面，推荐采用头脑风暴获取所有可能性，即便不能
完全穷尽，但只要尽力穷尽就好。
通常运用MECE都是从一个最高层的问题开始，逐层
向下进行分解。首先列出你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将
问题拆分成子问题，并保证它们之间互不重叠和干扰。
同时保证你把能够想到的子问题全部列了出来。    

。

（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  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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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运用中你只用不停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是不是把
所有的可能因素都考虑到了，有没有遗漏的？如果有，
再去找。
这些因素之间有没有互相重叠的部分？如果有，进行
去重。

MECE经常会和前面提到的归纳演绎搭配使用，在归
纳演绎的过程中，坚持MECE的原则，能把复杂的问
题分解成多种单一的因素，这个过程犹如抽丝剥茧，
将一团乱麻理得条条顺顺。    

（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  经验分享：



举例：我该不该跳槽？（见下图）

构建结构化思考框架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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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思考问题时会遵循的一个思维提纲，大家可以参考：
（1）核心问题是什么？（只能有一个，如果有很多，找到最重要的那个）
（2）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来龙去脉，历史原因）
（3）和现在这个问题有关的人物和因素有哪些？（记住MECE法则，用归纳法，一一
并列出来）
（4）哪些是导致这个问题的关键原因？
（5）哪些是次要原因？
（6）解决这个问题有哪些方法？（用归纳法，写出所有可能。用演绎法，找到每种方
法实施的具体步骤）
（7）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欠缺哪些条件或者资源？
（8）如何去弥补这些条件上的欠缺？
（9）你的时间规划是怎样的，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然后做什么？
（10）最后一步，just do it.
以上是我思考问题时通常会遵循的思维方法，多运用几次之后，你会不自觉地按照这个
逻辑去面对任何你遇到的问题。不仅是工作，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任何复杂，让人不知
所措的问题，都能轻松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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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用也是最简单的一条经验！先讲结论，把你要阐
述的观点一开始就抛出来，这能节省所有人的时间。    
电梯理论：在进入电梯的30秒钟内向客户卖掉自己的
方案。这么短的时间里没人会听不相干的废话，因此
第一句话就要把自己的核心观点传递出来：我们的方
案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是最佳的选择。    
按照总分总的原则，首先抛出核心观点，即“我们应
该做什么”。这可能是几句话，但是这几句话凝聚了
你大量的思考，花费了你大量的时间去考证和分析。   
当阐述完核心观点之后，接下来需要进行解释，即
“为什么这么做”。就像写论文一样，首先是核心论
点，接下来是支持核心论点的分论点，然后是二级分
论点，依次向下排列。
    

（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  2.结论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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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都会喜欢这样的陈述方法。这也是为什么，
当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他们绝不可能听你长篇
累牍的解释分析，他们只会听你的结论，或者解决方
法。当他们有兴趣的时候，会追问细节，当他们很忙
的时候，他们只需要听到最重要的东西。

“演绎归纳和MECE”，是你的分析思考过程；“先
讲结论”，是你思考完以后的表述方法。先讲结论的
人，能够在一开始就抓住别人的注意力，接下来通过
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证结论的正确性，听众就不会迷失
方向。
    

（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  2.结论先行



（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  3.持续关注：why what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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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  
3.持续关注：why what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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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  3.持续关注：why what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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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化思维基本要求4.培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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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事物的原因，原因的原因，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你需要洞察的，就
是事物的本质。洞察，没有理论和模型可以参考学习，最关键的是在平时生活中养成勤
于思考的习惯。身在一个团队，处理一个项目，你可以思考的是不同项目之间的规则，
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通常做法和特殊做法，为什么会这么做，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等等。
 
你所处的岗位不同，需要洞察的事物就不同。这个时候需要脑洞大开，不要给自己设限
制，发散去想：事物的现状是怎样的？为什么会这样，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哪些？有哪些
原因是客观因素，哪些是主观因素？如果改变其中一个因素，事物会怎样发展？如果改
变其中两个因素，又会怎样发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如果这样...会怎样...，如果
那样...又会怎样...久而久之，你的思维就会变得无比活跃。



PART FOUR
逻辑思维步骤

总体要求  逻辑思维步骤



逻辑思维步骤04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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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思维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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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WATCH 
主讲人：唐晨峰            日期：2020年6月24日

微课堂03期


